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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贸易研究进展述评

周升起 兰珍先

摘要 : 为推动文化贸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本文从文化贸易发展作用 ! 发展现

状 ! 影响因素 ! 国际竞争力以及发展对策等几个方面 , 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

文化贸易研究进展 , 进行了系统梳理 !分析和总结 ) 研究认为: 文化贸易已成为中

国国际贸易学界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之一 , 研究内容 日益丰富 !研究方法趋于多

样 !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研究结论的应用价值显著增强 "预期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

大发展 ! 大繁荣 , 文化贸易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 /繁荣期 0"有待深入研究的专题

包括 : 文化贸易统计制度及统计标准 ! 文化贸易作用的实证检验 ! 文化服务贸易 !

文化贸易方式与贸易利益 ! 文化贸易与文化安全 ! 国外文化贸易发展经验借鉴 , 文

化贸易保护措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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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化贸易 (如报纸期刊 !图书版权 !广播影视节目 !音像制品等 ) 很久以

来就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但是 , 文化贸易被作为国际贸易中的热点问题进

行专题研究 , 则是在 /文化产业 0 概念被提出 , 特别是20 世纪 90 年代初 /文化产

业 0 被发达国家逐渐作为各自的产业发展战略重点之后 "就可查的文献来看 , 国外

对文化贸易的研究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 , 代表性学者包括 A . M arv as ti

& E . R . C anterbery (1994 ) 以及 C . H oskins & R . M iru S (1995) 等 "国内对文化

贸易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 虽起步稍晚 , 但进人 21 世纪发展迅速 , 尤其是 /十一

五 0 时期我国确立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之后 , 国内有关文化贸易的研究文献成倍增

加 "本文尝试对国内文化贸易研究侧重点及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 , 以期为今后做更

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和分析思路 "

一 !文化贸易发展作用研究

作为知识与信息经济背景下迅速成长 , 并得到我国政府和企业逐渐重视的新兴

贸易业态 , 文化贸易发展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作用或意义 , 成为国内学者分析和探讨

的首要问题 "由于文化贸易所具有的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 , 其发展对一国所产生的

作用也就会表现在多个方面 , 并从宏观 (国家) ! 中观 (产业 ) 和微观 (企业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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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面反映出来 "丁伟 (2004 ) ! 冯潮华 (2005 ) ! 李翠琳 (2009) 和李方杰

(2010) 等从宏观角度 , 通过经验分析后认为 : 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 对全面推

进我国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 , 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首先 , 有助

于提升对外文化的经济功能 , 加快积累国民财富 ; 其次 , 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理

念 , 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 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 第三 , 有助于开发文化产

品附加值 , 扩大中国出口贸易 , 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课题

组 (2007 ) 重点从中观和微观视角 , 探讨了文化贸易的经济作用 , 认为发展对外文

化贸易 , 不仅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 带动相关产业链升级 , 产生巨大的直接经

济效益 ; 而且有助于加快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 , 逐步减少对外贸易摩擦 ; 也有利于

增加进口国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柳斌杰 (2008 ) 从版权贸易视角研究后

认为 : 积极开展版权贸易 ,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的需要 ; 是壮大我国版权相关产业实力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 中国的

版权贸易大规模发展 , 会改变世界文化生态 , 进一步实现全球 /文化多样性 0"彭

壮壮 (2009) 则从经济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总结了文化贸易的宏观作用 , 认为文化

贸易的发展将为中国带来三方面的经济效益 : 拉动 G D P增长 ! 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 !优化贸易结构; 带动高质量就业和人才培养; 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同时也将

带来三方面的社会效益 : 促进文化保护 ; 提高文化竞争力 ; 扩大国家影响力 "国家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2011) 更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为 : 发展文化贸易是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 !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 是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国家 /软实力 0 的

需要 ; 是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 促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 "朱文静 !

顾江 (201 2) 基于我国1997 一2008 年的文化贸易数据 , 就文化贸易的产业结构效应

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 : 文化贸易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 , 文化产品与服务贸

易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可见 , 就文化贸易的作用 , 国内文献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 其研究

结论对于我国制定文化贸易发展战略 ,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但已有文献对文化

贸易作用的研究 , 偏重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推演 , 以规范分析为主 , 基于文化贸

易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则相对缺乏 "而就文化贸易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而言 , 实

证研究的结论往往具有更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

二 !文化贸易发展现状研究

现状研究一般是发现问题和寻求对策的前提和基础 , 是国际贸易各领域的研究

重点之一 , 对文化贸易的研究也不例外 ,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 "

国内学者最早关注的是版权贸易 , 其中又以 /图书版权 0 为核心 , 至本世纪初

有关图书版权贸易现状的研究 , 几乎构成中国文化贸易研究文献的全部 "本世纪以

来 , 有关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 !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 在文化贸易研究文献中所占

比重最大 (李嘉珊 , 2012 )" 19 91 一2001 年期间 , 有近 20 篇文献涉及图书版权贸易

现状的研究 , 其中辛广伟 (2001 ) 通过 4篇论文对 1990 一2000 年中国图书版权贸易

状况进行了详细总结 "中国加人 W TO 之后 , 有关中国版权贸易现状的研究不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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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文献数量持续增加 , 2002年至今相关研究文献超过 160 篇 (部) , 是 1991一2001

年期间研究文献的8倍 "而且对版权贸易现状的研究 , 也从图书版权扩展到包括图

书版权在内的新闻报刊 !音像制品 !广播影视作品 !计算机软件以及网络游戏 !动

漫作品的版权贸易等各个领域 "这一时期的文献 , 不仅对中国版权贸易现状进行了

总结 , 而且对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开展了多层面的分析 "姚德权 ! 赵洁 (2007) 以及

包温慧 !邓志龙 (2007) 对 2006年以前国内版权贸易研究进行了综述 "包温慧 !

王秋月 (2008) 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中国版权贸易进行了回顾总结 "王清 !杨威

(2010) 则对 /十一五 0 期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 "

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 20 世纪90 年代至今 , 中国版权贸易发展迅速 , 但

版权贸易中输入始终大于输出 , 虽然版权品种输人与输出之比有所下降 , 但贸易逆

差仍不断扩大 ; 版权贸易品种结构中 , 音像制品 !影视节目 !电子出版物以及软件

游戏比重不断增加 , 但图书版权仍占绝对比重 ; 版权贸易市场不断扩大 , 由2001

年的 80 多个国家或地区扩大到 201 1年的近200 个 , 但版权输人市场以欧 !美 ! 日

发达国家为主 , 版权输出市场以港台地区和新加坡 !韩国等为主的基本格局仍未发

生改变 ; 版权贸易经营主体 日益多元化 , 但国有出版 !代理机构仍居主导地位 ; 国

内中西部省区版权贸易比重稳步提高 , 但东部省市仍占2/3 以上比重 ; 版权贸易中

存在重复引进和无序竞争现象 "

从文化贸易整体视角进行研究的国内文献出现在中国加人 W TO 之后 (李怀亮 ,

2002 ), 在2003年 9月 , 文化部制定下发 5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 6, 2004年 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 5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6 以后 , 国内文化贸易研

究进人快速发展期 "迄今 , 从整体视角研究中国文化贸易现状的文献达到 10 0多篇

(部) "纵览上述文献 , 由于比较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 , 因

此 , 对我国文化贸易现状有了更深人和全面的认识 "研究显示 : 文化贸易在我国对

外贸易中的地位较低 , 占世界文化贸易份额较小 , 文化贸易缺少 /明星 0 企业和

/品牌 0 产品 (彭育园 , 2006 ; 张海涛 , 2007) ; 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单一 , 国际营销

手段落后 , 贸易渠道狭窄 (蒋晓梅 , 2007 ); 由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和影响力不

够 , 使得我国文化贸易存在结构性劣势 !品牌劣势和外部认知性劣势 (王学成 !郭

金英 , 2007); 文化服务贸易严重落后于文化产品贸易 , 文化产业外向国际化刚刚

起步 (赵有广 !盛蓓蓓 , 2008 ; 杨文兰 , 2011); 由于文化出口中重产品 /形式 0 !

轻产品 /内容 0, 导致文化出口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低 (梓豪 , 2009); 我国文化出

口贸易中的 /文化折扣 0 度高 , 国际竞争力弱 (魏雪莲 , 2009; 王丽丽 , 2011);

中国文化贸易主要与收人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进行 (霍步刚 , 2008 ; 黄娟 ,

2009 )"在对我国文化贸易增长 !贸易差额 !贸易结构 !贸易主体和贸易市场现状

的研究方面 , 由于我国缺乏完整的文化贸易统计数据 , 绝大多数文献仍基于国家版

权局发布的 /版权贸易 0数据进行分析 "因此 , 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前文对版权贸易

现状研究的文献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李清亮 , 2009; 孙海鹊 , 201 1; 张抒 , 2011)"

在 2008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 (U N CTA D ) 发布 5创意经济报告 6 之后 , 国内从

/创意文化贸易 0 概念视角开展研究的文献逐渐出现 , 这些研究均依据 U N CT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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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经济 0 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 因此 , 在对中国 /创意文化贸

易 0现状的认识上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 "胡飞葛 , 秋颖 (2009 ) 研究发现: 中国

创意产品贸易发展迅猛 , 贸易顺差逐步扩大 ; 国际贸易地位不断提升 , 中国内地已

成为创意产品的主要出口地区; 创意产品进出口类别结构不断调整 , 但总体相对稳

定 "白远 !陶英桥 (2009) 研究认为 : 随着全球文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我国出

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 , 我国创意产品出口增长迅速 , 在 /核心 0创意文化产品出口

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三位 , 仅次于英国和美国 , 我国创意文化产品贸易呈现明显贸易

顺差 "何伟 !常深 (2009) 则认为: 我国在世界创意产业国际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 但仍存在商品结构单一 !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等问题 "白远 (2010) 进一步

从进口角度比较分析了我国创意文化产品的消费情况 , 结果表明: 中国是一个创意

文化产品出口大国 , 但与世界上其他创意文化产业大国相比, 却是一个创意文化产

品进口与消费小国 "戴翔 (20 11) 的最新研究显示 : 中国创意产品贸易呈现顺差并

持续扩大 ; 创意产品出口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 中国创意产品贸易在全球市场上

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 "

总之 , 现状研究是国内文化贸易研究的另一重点 , 在研究内容上 , 从起初侧重

于对版权贸易现状的研究 , 逐渐发展到对文化贸易或创意文化贸易总体现状的研

究; 在研究方法上 , 也从简单的历史数据分析和对贸易现象的定性描述 , 逐步转向

国际数据比较基础上的实证研究 , 对中国文化贸易现状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人 "但

是 , 由于国内外对文化贸易概念的理解 !分类及统计标准不统一 , 文化贸易统计数

据不完整 , 不同学者采用不同来源数据 , 对中国文化贸易或创意文化贸易现状进行

分析 , 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 "而且 , 由于统计数据缺乏 , 迄今有关中国文化服务

贸易现状研究的文献不多 "

三 ! 文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文化贸易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不仅要求对文化贸易发展现状要有全面的认

识 , 而且要求对文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应有准确的把握 "因此 , 对文化贸易发展影

响因素的分析和甄别 , 也就成为国内学者重点关注的另一主题 "相比较前述研究主

题 , 国内就文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 起步较晚 , 最早的文献发表于 2007

年 , 2009年之后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开始增多 "

赵有广 (2007 ) 在比较了中 !美两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方向的不同后认为 , 文

化传统 ! 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消费结构差别 , 是造成中 !美两国文化产品贸易

方向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其依据 /重叠需求理论 0 从需求角度所作的进一步研究

显示 : 华侨人数及占比 !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量 ! 文化交流程度 !文化背景 !对中国

的理解心态 !经济发展水平等 , 是决定中外文化产品贸易重叠度大小的主要因素

(赵有广 , 2009 ) "霍步刚 (2008) 和黄娟 (2009) 的实证研究发现 , 中国文化贸易

发生在收人水平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 , 明显偏离 /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0 的基本结

论 "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海外 /移民 0 改变了文化消费行

为和消费内容 , 扩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 "而张宏伟 (2011) 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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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版权贸易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 即国家的收人水平或收人类别与贸

易规模正相关 , 表明 /需求偏好相似理论 0 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现

实 , 体现了图书版权贸易收人上游化的特征 "周锦 !顾江 (2009) 采用 /灰色关联

分析 0 方法 , 选取经济 !产业和市场二个层面的 10 个变量 , 实证分析后发现 : 经

济水平 !产业规模和市场发育程度 , 均对中国文化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

中 , 财政收人 (经济因素); 文化体育与传媒的国家财政支出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的社会固定资产规模 (产业因素);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及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市场因素 ) 对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影响较为显著 "方惠 !

尚雅楠 (2012) 依据发展后的 /动态钻石模型 0 所作的实证分析则表明 : 固定资产

投资额 !人均 G D P 和宽带普及率三个 (短期要素 ) 解释变量对现阶段我国文化贸

易有显著影响 "而人力资本 !海外市场 !相关产业支持 ! 市场结构等长期因素 , 并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应 "

更多的学者则采用了国际上常用的 /引力模型 0, 对文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开

展实证检验 "如王璐瑶 , 罗伟 (2010 ) 以 2000 一2008年我国与另外 12 个主要贸易

国和地区的双边图书版权贸易数据为样本 , 进行了实证分析 , 结果表明 : 本国

G D P !对象国人口 !地理距离和语言四个因素 , 对我国对外图书版权贸易具有显著

影响 "曲如晓 !韩丽丽 (2010 ) 以 19 92 一2008 年中国与其它 g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

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 , 所作的实证研究显示: 贸易对象国的经济规模 !居民购买

力 !国土面积 !科技应用水平以及与中国的 /文化距离 0 等 , 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

口有正向影响; 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及与中国的 -她 理距离 0 等因素 , 则与中国

文化商品的出口负相关 "但她们随后以 1992 一2009 年中国与其它 41 个国家和地区

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 , 通过 /扩展的引力模型 0, 专门就 /文化距离 0 对文

化贸易影响进行的实证检验却显示: 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的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 , 与贸易对象国之间较大的 /文化距离 0 会阻碍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 (曲如

晓 , 韩丽丽 , 2011) "姬锦霞 (2011) 选取2009 年与中国开展文化贸易的 61 个国家

和地区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 : G D P规模与文化背景对中国文化贸易有显

著的积极促进作用; 科技水平与中国文化贸易正相关但不显著 ; 贸易条件 !地理距

离与中国文化贸易负相关 , 但影响不显著 "

也有部分学者采用逻辑推理的定性研究方法 , 对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总结归纳 "王海文 (201 0) 认为 , 构建我国文化贸易产业基础对文化贸易发

展至关重要 , 文化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 !科技创新与体制改革 !文化产业组织以及

中介机构的壮大 !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产业融合 !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及国际文

化合作等 , 是文化贸易产业基础增强的重要因素 "杨磊 (2011) 认为 : 创意文化产

业基地作为创意文化产业的承载者 , 加速了创意文化产业的集聚 !创意文化企业间

的分工协作和创意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张 , 因此影响着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开展 "张

焊 (20 11) 应用 -,P E ST环境模型 0 方法分析后提出: 政府扶持对文化出口的带动

作用极为重要 , 商业化运作是贸易竞争优势实现的手段 , 科技投人对文化贸易的作

用 日益增强 , 文化贸易自由化与基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政策同等重要 "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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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1) 进一步认为: 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 , 在国际文化贸易中 , 既要遵循市场

经济的约束 , 又要契合民族文化消费习惯 , 如此才能实现文化贸易利益与民族文化

价值认可的统一 , 减少贸易争端与冲突 "

综上可以看出 , 国内学者就文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 , 起步虽晚但进展较

快 "在研究方法上 , 采用定量实证分析方法的研究文献 , 明显多于采用逻辑推理定

性分析的文献数量 "在实证分析的文献中 , 大多数又采用了国际上惯用的 /引力模

型 0"但由于在研究过程中 , 学者们普遍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分析的可操作

性 , 分别选取了表述不同 ! 含义不同和数量不等的分析变量 (因素) , 因此 , 到底

哪些因素是影响文化贸易发展的主要变量 , 尚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 "即使相同的分

析变量 (如 /收人水平 0 ! /文化距离 0 ) , 由于实证分析时 , 针对的文化贸易类别

不同 !选取的国家 (或地区) 样本不同 !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不同 , 也得出了不一致

甚至相反的结论 "

四 !文化贸易 (产业) 国际竞争力研究

在对文化贸易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 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对中国文化贸易

(产业 ) 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 大致沿着两个思路展开 , 一是利

用衡量贸易竞争力的 /显示性 0 指标 , 包括贸易竞争力 (TC) 指数 ! 国际市场占

有率 (M S) 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 (R CA) 指数和产业内贸易 (H T) 指数等 , 对中

国文化贸易 (或创意文化贸易 ) 进行综合或分类别的国际竞争力纵 !横向比较研

究 ; 二是通过 /分析性 0 指标构建新的文化贸易竞争力评价体系 , 对中国文化贸易

国际竞争力进行定性分析或定量测定 "

雷光华 (2004 ) 利用 TC指数 ! M S指数以及文化产业利润率和文化产业劳动生

产率等指标 , 对我国图书 !期刊 !报纸 !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进行国际比较后认

为: 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低下 ,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李敏鹤 (2006) ,

韩栋 (2011) 和李薇 ! 于子涵 (2011) 等分别利用M S指数 !TC 指数 ! R CA 指数和

贸易收支差额等 , 对中国电影出口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 正在转型中的中国

电影产业虽然发展速度较快 , 但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缺乏 ,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

差距甚远 "中国影视文化贸易存在要素水平低 !国际间需求差异大 !相关支持产业

落后 !产业结构不合理 !投融资体系和营销手段落后以及政府扶持力度不足等竞争

劣势 "李薇 !于子涵 (2011) 还利用R C A 指数和TC 指数 , 对中日动漫服务贸易国

际竞争力进行了定量比较研究 , 结果显示 : 中日动漫服务贸易规模差距在逐渐缩

小 , 但中国动漫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与日本相比差距依然较大 "王莉 (2009) 综合

利用 TC 指数和波特 /钻石模型 0 对中国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后认

为 : 2003年以来中国图书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 报纸与电子出版物的贸易竞

争力有所上升 , 而期刊与音像制品的贸易竞争力则有所下降 "朱文静 , 顾江 (201 0)

利用我国1997 一2008年的文化贸易统计数据 , 采用 M S指数 ! TC 指数和R CA 指数 ,

与日本 !韩国 !美国等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 : 我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上具有较强

的国际竞争力 , 比较优势相对明显 ; 而在文化服务贸易上则处于比较劣势地位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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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国际竞争力 "但赵书华等 (2011) 利用进出口总额和 TC 指数 , 在比较分析了中

美视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后却认为 , 我国视听服务贸易竞争力虽然仍低于美国 ,

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 , 而且自2007年起 , 我国视听服务贸易竞争力已超过世界平

均水平 "方英 !李怀亮等 (201 2) 利用TC 指数 ! M S指数和R CA 指数 , 对 1997 一2006

年我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后得出结论 : 中国文化贸易的竞争优势主

要体现在手工艺品 !设计 ! 视觉艺术品和新媒体这些 /外围 0 文化产品中 , 具有

/核心 0 内容的影视 !音乐 ! 出版物及版权 !文化休闲等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弱 "
常卫 (2007) 借鉴波特的 /钻石模型 0 和金磅的 /原因 ) 结果 0 分析思路 ,

从反映文化产业国际竞争结果与原因的 /显示性 0 指标 (M S指数 ! TC 指数 ! R CA

指数和贸易收支差额) 和 /分析性 0指标 (文化产业要素察赋 !国内需求 !相关产

业 !产业组织) 两个层次 , 构建了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用标准离差

方法 (SD M ) 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并开展实证研究后发现 : 中国文化产业在国际文

化产业分工中还不是优势产业 , 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稍高一点的是贸易量较小

的产品 (电影 !乐器 !艺术收藏品和文物 ) , 而需要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图书报

刊印刷品 !音像制品及设备 ) 则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为负 "王自娜 (2009) 从形成

竞争力的原因和结果两个层面 , 建立了包括 26 个指标的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

指标体系 , 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 12 个代表性国家进行了定量比较 , 结果显示 : 我

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综合指数排名倒数第二 , 处于严重劣势地位 "朱品 (2009 )

和胡琼哗 (2011) 以 /灰色关联理论 0 为基础 , 分别测定比较了中国和世界主要文

化贸易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 , 结果均显示 : 目前中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和贸易竞争中

整体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方惠 ! 尚雅楠 (201 2) 基于 19 97 一2009年中国文化贸易统

计数据 , 综合运用 /显示性 0 指标 (TC 指数和出口优势变差指数 ) 和发展后的

/动态钻石模型 0, 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后 , 也得出相同结论 :

中国文化贸易发展迅速 , 开放度逐年提高 , 但整体竞争力较弱 , 仍处于弱竞争优势

或竞争劣势地位 "

也有部分国内学者 , 从创意文化贸易角度进行了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 , 但

得出了与上文研究明显不一致的结论 "胡飞葛 !秋颖 (2009) 和尚涛 (201 0; 2011)

基于U N CTA D 发布的 /创意经济 0 数据 , 分别采用 M S指数 ! R CA 指数 ! TC指数和

产业内贸易 (Il T) 指数等 /显示性 0 指标 , 测算了中国创意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 ,

结果显示 : 中国创意文化产品整体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 领先于其

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 并且其优势进一步增强 , 其中表现出很强比较优势与国

际竞争力的都是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 , 而包含更多创意元素的知识密集型文化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则相对较弱 "相反 , 中国创意文化服务则整体处于比较劣势和较弱的

国际竞争力 , 而巨劣势进一步增加 "张洁 (2009) 通过构建由产业影响力 !产业增

长力 !产业效率 !产业升级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五个指标构成的创意产业竞争力评

价体系 , 并对中国创意文化产业作实证分析后也认为: 中国创意文化产品具有极强

的出口竞争力 , 而创意文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则较弱 "方忠 , 张华荣 (2011) 则采

用 HT 指数 !TC 指数 , 对中韩文化创意产品竞争力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后发现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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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各类文化创意产品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 /产业间 0 贸易为主 , 与韩国文化创意

产业相比 ,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明显偏弱 "但丛海彬 (201 1) 利用 M S指数 !

TC 指数和 R CA 指数 , 对中 ! 日 !韩三国创意文化贸易竞争优势进行比较分析后 ,

却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国创意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明显强于日 !韩两国 , 而三国在

创意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内的竞争力不相上下 "周升起 ! 兰珍先 (2012) 基于U N C-

TA D 520 10 创意经济报告 6 发布的最新数据 , 应用更能全面反映一国贸易国际竞

争力水平的TC 指数和显性竞争优势 (CA ) 指数 , 对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及其国际竞

争力演进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 结果显示 : 中国创意文化服务贸易增速虽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 , 但其规模占全球比重仍然很小 ; 中国创意文化服务国际竞争力仍处于

较低水平 , 但逐渐提升的演进趋势明显 "

总而言之 , 国内对于文化贸易 (产业 ) 国际竞争力研究的文献不断涌现 , 普遍

采用了定量 !比较分析的研究思路 "在研究工具 上, 分别或综合采用衡量国际竞争

力的相关 /显示性 0 指标以及在波特 /钻石模型 0 基础上引申出来的 /分析性 0 指

标 "在研究内容上 , 涉及分类别和整体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 !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概括来说 , 对中国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

研究 , 明显落后于对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的研究 "并且 , 如同对文化贸易现状的研

究一样 , 由于定量分析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来源不同 , 从文化贸易和创意文化贸易两

个不同角度 , 分析中国国际竞争力状况 , 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明显不一致 "

五 !文化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 !采用不同方法对文化贸易开展研究的最终目的 , 是为了寻

求促进中国文化贸易实现强劲 !持续和稳定发展的有效对策 "因此 , 国内有关文化

贸易的所有研究文献中 , 虽然研究的主题各有所侧重 , 但绝大部分文献都从各自的

研究视角 , 提出了促进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分析思路上 , 对中国文化

贸易发展对策的研究基本分为两类: 一是他国文化贸易发展经验借鉴; 二是基于对

中国文化贸易现状 !问题及原因分析 , 提出对策建议 "

在他国文化贸易发展经验借鉴类研究文献中 , 国内学者主要从美 ! 日 !欧等发

达国家以及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整体及分类别文化贸易发展经验中 , 总结值得中

国学习 !采纳的政策做法 "安宇和沈山 (2005) !刘晓惠 (2007) !卢倩 (2008) !

赵书华和王华强 (2008 ) !何春华 (2009 ) !叶曦 (2010) !杨宇婷 (2010) 和曾珠

(2011) 等学者 , 在详细比较分析和总结日本 !美国 !欧盟以及韩国文化贸易发展

经验的基础上 , 从宏观视角提出加快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值得借鉴的以下政策做法 :

尽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 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 , 提高文

化外交能力; 政府应制定多种鼓励政策措施 , 构建文化产业发展平台 , 扶持中国文

化企业做大做强 , 培育自主文化品牌; 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 , 按照市场规则实施商

业化运作 , 促进中小文化企业发展 ; 强化文化遗产保护 , 彰显民族文化魅力 ; 加强

对外文化宣传和文化交流 , 努力缩短中外 /文化距离 0, 降低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

市场的 /文化折扣 0; 树立国际化竞争视野 , 充分运用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 , 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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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提供文化 /内容 0 更加丰厚的高附加值文化产品和服务; 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各类

人才 , 尤其是文化国际营销高级人才的培养 "

部分学者也针对他国不同类别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政策做法研究后 , 提出值得

中国借鉴的对策建议 "季峰 (2007) 在对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版权贸易历史研究后认

为 , 促进版权贸易发展 , 中国出版企业应重视与版权代理公司的合作 , 加强版权贸

易的营销策划 , 并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魏婷 (2009 ! 2010) 在研究日 !韩动漫产品

贸易发展经验后认为 , 中国要提高动漫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 , 应实施战略性国际贸

易政策 , 积极推进动漫基地建设 , 构筑产业集群 , 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 引导多方投

资 , 鼓励企业组建战略联盟; 促进人才对外交流 "邓向阳等 (201 0) 在研究对欧盟

视听出口产品补贴政策后提出 , 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补贴法 , 重点补贴视听出版

物的研发和西部落后地区视听出版物 , 同时规范视听产品出口退税制度和信贷制

度 "董小麟 , 吴珊 (201 1) 在对美国电影贸易促进做法进行全面分析后认为 , 提升

中国电影产业贸易竞争力 , 应加强政府对电影产业贸易的支持; 建立完善的电影产

业链 ; 加强电影产业的国际营销 "

基于对中国文化贸易现状 !问题及原因分析 , 进而提出有针对性措施的研究文

献 , 在对策类文献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这些文献的分析思路 , 基本上也是沿着整

体或分类别文化贸易展开 "综合这些文献所提出的促进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各种对

策建议 , 从实施主体区分 , 可以归纳为政府 !行业和企业实施三个层面 "

对于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 提出的基本观点有 : 不断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和文化贸

易法律法规体系 , 为企业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 ; 加快文化经营与管理

体制改革 , 培育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集团 (丁伟 , 2004; 祁述裕 !殷国俊 ,

2005 ; 王学成 !郭金英 , 2007 )"加强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合作 , 不断完

善图书版权信息系统 (姚德权 ! 赵洁 , 2() ()7 , 姚领靖 !彭辉 , 201 1) "创建文化产

业创新型融资平台 , 建立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徐坷 , 2006; 孙海鹊 ,

2011; 方惠 ! 尚雅楠 , 2012 ) "实施 /文化产业特区 0 战略 , 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的政策支持 , 构建我国文化贸易产业基础 (王海文 , 2010; 杨磊 , 2011; 朱

瑛 !段陆雪 , 201 1) "加快形成文化对外开放的格局 , 实施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 ,

积极实施文化 /走出去 0 工程 , 建立文化企业 /走出去 0 风险防范与服务保障机制

(花建 , 2005: 韩方明 , 2007 ; 赵建军 !陈泽亚 , 2008 ; 陈德铭 , 2011) "尽快建立

文化贸易统计制度 ! 统计标准和统计信息系统 (杨宇婷 , 2010 ; 梁 昭 , 2010) "

积极推行文化外交 , 成立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推进机构 , 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

渠道 , 扶持文化贸易中介机构发展壮大 , 建立文化产业和贸易人才培养和实习基地

(徐庆峰 !吴国蔚 , 2005; 刘文俭 , 2007 ; 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课题组 , 2007 ;

李雍 , 2009 ; 张啤 , 2011)"打造国际文化贸易营销渠道 , 以缩短 /文化距离 0, 克

服 /文化折扣 0 现象 (田祖海 , 2012 ) "

对于行业层面应采取的对策 , 给出的主要建议有 : 文化产业领域和全国或地区

J胜行业协会 !商会 , 应更加积极发挥其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 !文化科技信息和文化

产业技术交流 !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价格协调以及文化贸易纠纷调解等方面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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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为文化贸易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陈晓清 !詹正茂 , 2008; 胡飞葛 !秋

颖 , 2009; 曲如晓 !韩丽丽 , 201 0)"其它民间文化团体和中介组织 , 则应充分利

用各自对外文化交流渠道 , 加强与国外同类中介组织的沟通与合作 , 大力开展对外

文化与信息交流 , 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及其价值的认同感 , 在缩短中外

/文化距离 0 上发挥促进作用 (刘波 , 2007; 曹岚 !卢萌 , 2010 ) "

对于企业层面应采取的对策 , 提出的主要观点有 : 文化生产 !代理服务以及贸

易企业应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核心 , 积极实施技术研发 !生产经营 !组织管理和品

牌营销创新战略 , 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雷光华 , 2004; 赵森 , 2008; 朱韶 ,

20 09 )"文化企业应加快战略重组步伐 , 提高产业集聚度 !生产经营规模和国际市

场影响力 (冯潮华 , 2005 ; 朱妮娜 ! 叶春明 , 2011) "有条件的文化企业应加快

/走出去 0 步伐 ,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建立国际 /战略联盟 0, 逐步建立全球或地区

性文化产品生产营销网络 , 增强文化企业全球竞争力 (徐庆峰 !吴国蔚 , 2005; 彭

育园 , 2006; 彭壮壮 , 2009; 张斌 , 201 0) "切实将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

产品的开发 , 注重文化产品的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 , 为国外消费者提供内容丰

厚 !消费便捷的文化产品 , 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和企业经营效益 (李怀亮 , 2008;

花建 !李棍蜻 , 2010; 朱文静 !顾江 , 201 0 ) "深化对不同国家文化消费市场需求

差异及变化趋势的研究 , 重视对不同时期文化主题和热点的研究 !选择和开发 , 并

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市场实施 /差异化 0 文化营销策略 (程洪 , 2007; 聂莉 ,

20 09 )"勇于与世界一流文化企业合作 , 采用共同投人 !收益分账 !保底分成等形

式 , 嵌人文化跨国公司的高端产业链 , 优化升级文化产品结构 (商务部课题组 ,

2008; 靳静 !李薇 , 2010 ) "充分利用中外 /差异性 0 文化资源 , 实施传承与包容

的内容开发战略 , 以充分降低 /文化折扣 0 度 (李怀亮 , 2008; 闻玉刚 , 2010 )"

综上所述 , 从他国文化贸易发展经验借鉴视角 , 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对策的文

献 , 侧重于总结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在促进文化贸易发展政策上的做法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加快文化贸易发展政策措施 "而从中国文化贸

易现状 ! 问题及原因分析视角 , 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对策的文献 , 所提出的对策

建议 , 则涵盖政府 !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 "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 , 对政府如何

推进 !企业如何扩大文化贸易 , 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对策建议更加全面 !具体和深入 "

但针对行业层面 , 即文化产业组织 !中介机构和民间文化团体 , 如何发挥其在促进

文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 目前的研究还相对粗浅 , 有待今后做更深人的分析和探讨 "

六 !文化贸易其它相关主题研究

除对文化贸易中的上述五个主题进行了相对集中的关注和研究外 , 国内少部分

文献也对 /中国文化贸易长期存在逆差的原因 0 和 /W TO 与文化贸易 0 两个专

题 ,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

就中国文化贸易长期存在逆差的原因 , 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以下观点 : 中

国文化贸易尤其是版权贸易存在逆差有其合理性 , 是长期以来国家不重视文化的经

济功能 !文化产业不发达 !文化企业国际影响力弱 !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竞争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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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基本体现 (张志林等 , 2006; 姚德权 !赵洁 , 2007; 魏婷 ! 夏宝莲 , 2008);

政府和企业没有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进行梳理 !凝炼并进行经济化传播 , 造成中国文

化产品的 /内容 0 适应性低 , 增大了产品的 /文化折扣 0 (赵有广 , 2006; 张海涛

等 , 2007 ; 于晓燕 , 2009) ; 我国文化贸易参与主体少 , 专业人才匾乏 , 国际营销

渠道狭窄 , 缺乏 自主文化品牌 1李运祥 , 2007; 沙汉英 !杨小川 , 2009; 卫 红 ,

201 "; 朱娟娟 !陈朝霞 , 2011); 中国政府在鼓励 !支持 !推动文化产品及文化企

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 政策不到位 ! 措施不具体 (赵有广 !盛蓓蓓 ; 2008 ; 缪

凯 !姚拓洲 , 2009); 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 , 使得世界各国基于文化安全目的 ,

对文化产品进口实施了程度相对更高 !更加灵活多样的保护政策 (李嘉珊 , 2008 ;

余雄飞 , 2009; 阮婷婷 !欧阳有旺 , 2010 )"

关于 W TO 与文化贸易这一专题 , 国内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 : 一方面 ,

W TO 自由贸易体制对文化贸易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 另一方面 , 自由贸易又导致

文化产品与服务过于集中 , 形成市场垄断 , 导致 /文化多样性 0 面临挑战 (马冉 ,

20 06 )"虽然W TO 并没有将 /文化例外 0 明确写人有关协定 , 但是在GA TT /乌拉

圭回合 0谈判过程中 , 欧盟各成员国和加拿大等国提出的 /文化商品及服务具有特

殊性 , 不应被视为普通贸易商品及服务 , 不必完全履行G A TT 原则 0 的主张 , 在

W TO 成立以来的贸易实践中还是被很多国家所 /默认 0 并付诸实践 (姚新超 ,

20 08 ) "事实上 , 分散在 19 94 年 G A竹 第四条有关 /电影放映限额 0 和第二十条

(f) 项有关 /保护具有艺术 !历史和考古价值国家财产规定的一般例外 0! /服务贸

易总协定 0 (GA TS) 所包含的属于 /视听服务 0 的最惠国 /豁免 0 清单 , 以及文化

服务部门开放需作出单独承诺等规定 , 还是为文化贸易 /例外 0 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张斌 , 2011) "这也就为某些成员国以保护 /文化多样性 0 和 /文化安全 0 为由 ,

对部分文化产品和服务实施进口限制提供了借口 "对中国而言 , 这既对扩大文化产

品和服务出口带来潜在威胁 , 也对我国保护本国文化市场提供了一定政策空间 (张

丽英 , 2011)"鉴于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超越商业价值的特殊属性 , 而且随着技术

进步所导致的文化传播手段更新 , 不仅文化产品和服务种类 日益增多 , 而且文化产

品和服务之间的界限也 日益模糊 , 这必然对 W TO 现有贸易规则提出挑战 (马冉 ,

2009 , 201 0 ) "但是 , G ATT /乌拉圭回合 0 谈判中 , /文化例外 0 的主张未被采纳

的现实也表明 , 寻求在W TO 规则体系中引人单独的 /文化条款 0 困难很大 "因

此 , W TO 成员只能充分利用并进一步发展现有 W TO 规则所提供的政策空间 , 尽可

能在贸易自由化与文化保护的冲突中取得平衡 (李墨丝 !佘少峰 , 201 1)"

七 ! 国内文化贸易研究展望

随着文化产业被作为 /支柱产业 0 写人 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二五 /规划

纲要 6, 尤其是中共中央 /十七届六中 0 全会通过的 5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6, 进一步明确提出 /推动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0, 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 5 /十二

五 0 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6, 文化贸易不仅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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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展的重点领域 , 文化贸易研究也将进人一个新的 /繁荣期 0"针对这一趋势 ,

基于对目前国内文化贸易研究现状的分析 , 本文认为今后深人开展中国文化贸易研

究 , 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议题 :

1.文化贸易统计制度 !统计标准研究 "由于在国际上 , 文化产业的概念及其名

称 , 至今还未得到十分严格和统一的界定 , 各国官方和学者也都认为这一概念具有

多重性卫"因此 , 造成世界各国在文化产品和服务分类 !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统计

制度 !统计标准上出现差异 , 这也就直接导致各国文化贸易统计数据存在不可比

性 , 不能直接用于国际比较研究 "就全球文化贸易统计而言 , 目前也存在两种制度

和标准 , 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 N ESC O ) 依据其对 /文化产业 0 的界定和分

类 , 而开发建立的文化贸易数据库 , 二是联合国贸发会议 (U N CTA D ) 依据其对

/创意产业 0 的界定和分类 , 所建立的创意产品与服务贸易数据库 "上述两个数据

库所发布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别 , 这也是造成我国不同学者 , 分别依据上述两个

国际组织所发布的数据信息 , 就同一文化贸易主题进行研究 , 会得出不一致甚至相

反结论的主要原因 "

我国国家统计局虽然已在 2004 年制定并发布 5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6 标准 ,

以此为依据 , 国家商务部会同文化部 !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于 2007年

发布 5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 6, 但迄今也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文化产业和

文化贸易统计制度和统计信息系统 "学者们只能依据我国有关职能部门发布的业务

统计数据 , 对文化贸易开展研究 "可想而知 , 依据不完整统计数据开展研究而得出

的结论 , 不可能真实反应我国文化贸易现实 "因此 , 是否需要调整 !如需调整应怎

样调整我国文化产业分类标准? 如何建立我国文化贸易统计制度 !统计标准和统计

系统? 以便为深人开展文化贸易研究提供全面 !准确 !翔实的数据信息 , 应成为国

内学者今后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

2.文化贸易对国内经济 (尤其是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 ) !社会和文化发展影响

或作用的实证研究 "

理论上讲 , 开放型经济体制下 , 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既有有利影响

(促进作用 ) !也有不利影响 (阻碍作用 ), 文化贸易自然也不例外 "但具体有哪些

影响 (作用) !影响程度 (作用大小 ) 如何? 需要做定性研究 , 更需要做基于统计

数据和实际案例的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 "因为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论 , 对于文

化贸易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更具实际参考价值 "而目前国内对文化贸易

发展影响 (作用 ) 进行定量和实证研究的文献还很少 "

3.文化服务贸易研究 "把文化服务贸易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之一 , 不仅是因为

现有文献涉及文化服务贸易研究的明显偏少;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现代数字技术和网

络信息技术条件下 , 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界线 日益模糊 , 基于网络技术传播和交

易的 ! 内容数字化的文化产品 , 其价值更加体现在服务的品质和效率上 , 文化贸易

¹ 除 /文化产业 0 (Cult ur al 工nd ustry ) 这一叫法外 , 目前各国使用的名称还有: /创意产业 0 (Crea tive

Indust斗) ! /版权产业 0 (C opyright Industry) ! / 内容产业 0 (Content Indust叮) 和 / 文化娱乐产业 0 (C ultural

Entert ainm ent Ind ust叮)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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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走向 /服务化 0; 还因为文化服务贸易附加值更高 !更加 /低碳 0, 对现代服

务业发展和提升国家 /软实力 0 更具引领作用 "

4.文化贸易方式与贸易利益研究 "从我国近年来对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的

研究成果来看 , 贸易方式直接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和贸易主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

相比 /加工贸易 0, /一般贸易 0 的贸易收益更高 ! 利益更加广泛 , /一般贸易 0 中

的贸易主体 , 处于更加主动的国际分工地位 "然而 , 文化贸易作为具有自身特殊性

的贸易形态 , 在贸易方式和利益分配上是否具有与传统贸易相同的特点? 我国文化

贸易方式构成和贸易利得大小如何? 我国文化贸易参与主体在文化产业国际分工中

处于什么地位? 这些都是目前国内研究文献所鲜有涉及的内容 , 需要国内学者给予

积极关注和深人探讨 "

5.文化贸易对 /文化安全 0 和 /文化多样性 0 的影响研究 "由于文化贸易具有

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 , 因此 , 随着文化贸易尤其是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的不断扩

大 , 一国文化及其由文化所决定的价值理念 !道德信仰和意识形态等 , 受到影响的

程度和范围也会不断提升和扩大 , 这就有可能对本国 /文化安全 0 和 /文化多样

性 0 造成威胁 "那么 , 文化贸易会通过哪些传导途径对一国 /文化安全 0 和 /文化

多样性 0 产生影响? 为减小或消除这些影响 , 在不违反 W TO 多边贸易规则的前提

下 , 我国可以采取文化保护的政策空间有多大? 在 W TO 有关文化贸易议题的多边

谈判中 , 我国应采取何种立场 ? 提出何种方案? 这些问题均需要通过今后的深人研

究来寻找答案 "

6.发达国家文化贸易企业 !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经验做法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

和贸易 !投资自由化仍为世界发展主流 , 市场调节仍是国际贸易运行基本规则的背

景下 , 文化企业以及以文化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各类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 , 不仅过去

是将来仍然是发展文化贸易的主体 "因此 , 对文化贸易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的成长历

程 !组织制度 !营销模式 !品牌培育和国际竞争手段等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 , 对发

达国家文化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如何发挥文化贸易促进和服务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和

经验总结 , 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 也更具战略意义 "

7.文化贸易领域贸易保护特征及趋势研究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 201 1年

欧债危机和世界局部地区政治动荡 !社会不稳 , 导致世界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和

不稳定性的趋势下 , 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 日渐增多 "而随着文化贸易成为世界

各国关注和发展的重点 , 贸易保护主义也势必加速向该领域蔓延 "从 W TO 成立以

来 , 成员国之间就文化贸易是否应作为多边贸易规则的 /例外 0, 至今仍争论不

休 , 以及近年来各国保护 /文化安全 0 和 /文化多样性 0 的呼声 日渐提高等现象 ,

就可以看出某些 /端倪 0"因此 , 我们应 /未雨绸缪 0, 对文化贸易领域内可能会出

现的贸易保护新趋势 !新特点和新形式 , 给予关注和跟踪研究 , 以便政府和文化贸

易企业提早制定预案和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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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e vie w o n the P ro g re ss of C h in a C u ltu ra l T ra d e R e se a re h

Z H O U S h e n g一q i L A N Z h en 一x ian

A b stra et: In order to pro vide elues fo r fu tu re in一dePth stu dy on C h in a . s

eu ltu ra l tra d e , th is P a P er re v iew s th e re la ted lite ra tu re P u b lish ed in C h in a sin e e

the 19 905 fr om th e fo llow ing asP eets: th e ro le , statu s qu o , infl u en eing fa etors, in-

tem ational com p etitiveness and dev eloP m ent Po lieies of C h in a . 5 eu ltu ral trade.

T h e P a P e r arg u e s th at e u ltu ral trad e h a s b e eo m in g o n e o f th e im P o rt an t re sea reh

subj eets in C hina. The stu dy on C hina . 5 eultu ral trade has beeom e inereasingly

rie h in eo n te n t, d iv e rsifi ed in m e th o d s , g ro w in g in a ch iev e m e n ts an d im P ro v in g

in aP P lie atio n v alu e . It 15 e x P e cte d th a t eu ltu ra l tra d e re sea rc h in C h in a w ill e n -

ter in to a / b o o m P erio d 0 in th e e o m in g fu tu re . T h e eu ltu ra l trad e re lated 15-

su e s, w h ie h n e ed to b e stu d ied th o ro u g h ly in th e fu tu re in c lu d e : th e sta tistie s sy s-

tem a n d statistie al stan d ard s o f e u ltu ra l trad e , e m P irica l a n a ly sis o n th e ro le o f

e u ltU ra l trad e, eu ltu ra l se rv ic e trad e , m o d es a n d b e n efi ts o f eu ltu ra l tra d e , im P a cts

o f cultu ral trade on eu ltu ral safe ty an d diversity, exP erienee learn ing of fo reign

e u ltu ra l en terp rise s a n d trad e a sso c iatio n s, an d tr a d e P ro tec tio n tren d s in w o rld

e u ltu ra l tra d e , e te .

K e yw o rd s : C u ltural trad e; C ultu ral indu stry : Intern ational eom P 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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